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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台灣歐盟中心蘇宏達主任

術與社會之交流外，更重要的是在大學裡推廣歐

盟之教學與研究。

2008年9月22日，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中興

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中山大學和東華大

學等六校締約結盟，成立以台灣大學為首之「台

灣歐盟中心大學聯盟」。2009年5月22日「台灣歐

洲聯盟中心」正式揭幕。

目前，全世界有三十個歐盟中心，其中十一

個在美國、四個在加拿大；澳洲、日本及韓國則各

有四個，而紐西蘭、俄羅斯、新加坡及台灣各有一

個，形成一個全球性的歐盟研究網絡。其中各個中

心儘管名稱稍異，但均受歐盟官方委任，為該國社

會和學界與歐盟交流合作的平台，彼此之間更串聯

形成了全球和區域性的歐盟研究社群。

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原先由台大、政大各指派

一名執行長，並由台大校長擔任召集人、政大

校長擔任副召集人。後因業務量龐大，為處理

日常事務，經多次內部改組，目前中心設有執

行長一人，副主任二人，主任一人，主任對內

總攬行政，對外代表中心。

台灣歐洲聯盟中心與盟校主要活動包括：

1. 成立台灣歐盟論壇、歐洲聯盟研討會／國

際論壇。

2. 舉辦暑期歐洲聯盟研習營，針對國中小學

教師進行歐盟研究之推廣。

3. 舉辦歐洲聯盟週末專班，結合企業、金融

界的需求進行歐盟研究之推廣。

可否介紹一下貴中心成立的宗旨、組織

及業務情形？ 

歐盟為推廣全球歐盟研究，並促進與各國學術

界和公民社會之交流合作，自1998年起，在全球先

進工業國家擇重要學府設立「歐洲聯盟中心」。此

計畫首先實施於美國與加拿大，而與美加之大學間

合作設立的歐盟中心，因成效良好而使此計畫擴展

至紐澳。2004年，歐盟決定在東亞設立歐盟中心，

其於亞洲最早的合作對象為日本，接著為韓國，

2008年更推展至台灣及新加坡。 

歐洲聯盟中心主要與各國大學合作，其任務

除了推廣當地對歐盟的認識與研究，以及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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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統合的意義及影響在於帶領區域整合

的風潮，且史無前例地完成了目前統合的深度

與廣度，但歐盟整合必須面對新的問題，也就

是如何擁抱所有住在「另一個歐洲」（the Other 

Europe）的同胞。此外，歐盟進一步整合也需面

臨如何塑造人民的集體認同，以便讓這個歐洲認

同能接受歐盟的政治制度，進而能提高歐盟深

化、以及廣化的正當性。

歐洲整合的成功於六○、九○年代在全球掀

起許多區域化計畫與作為，但是實際上，在歐洲

以外地區的區域化成效皆不甚顯著。這也說明

了歐盟的成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且這些背

景與條件在其他區域（包含亞洲在內）是難以被

複製的。 

而談到歐盟未來面對的課題，一般普遍認為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將需要足夠的時間來

消化這十幾年來所做的決策，包括東擴、對外

事務部等，這些重大政策都需要時間讓她得以

運轉順暢。 

4. 編撰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集結各領域

專家撰寫專書。

5. 設立歐盟來台獎學金、歐盟研究台灣學生

獎學金、全國競賽。

6. 舉辦歐洲高等教育展。

7. 五月歐洲日，聯合舉辦七校學生之論文

發表。

8. 成立中華民國歐洲歸國學友會、歐洲留台

同學會。

9. 於結盟七校成立歐洲聯盟研究學程。

10. 成立歐洲聯盟圖書專區。

除了若干專家學者以外，一般民眾對歐

盟的體制與運作似乎並不十分熟悉，可

否請您簡單談談歐洲統合的意義、影

響，以及她面對的課題？

歐洲統合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做了一個很好

的實驗，證明透過了降低仇恨及促進民族間的整

合而使歐洲有了和平，這是人類歷史上相當成功

的政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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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近來受到赤字、債務與經濟停

滯的困擾，請問您覺得她是否有能力改

變現狀並脫離困境？

關於歐洲國家的赤字問題，在經濟學上產生

許多辯論，甚至有經濟學家直言歐元區的垮台是

可能的。我個人的看法是，經濟學者或是金融專

家對於歐元區可能瓦解的論述中，並沒有將歐元

區的歷史和政治背景納入重要考慮，而忽略了

此貨幣的存在是來自於政治面而非經濟面，或

是欲與美元競爭。若在此基礎上來談論此事，

我認為歐元是不可能垮掉的，因為歐元的崩垮

將會帶動歐洲整合的垮台。此外，歐洲並非首

次遇到類似的挑戰，從歷史脈絡來看，往往危機

都是促成歐盟擴大或深化的轉機。我認為歐洲一

向是在危機中向前走，而危機在許多時刻也成為

歐盟統合的動力而非阻礙，它促使歐洲國家更加

團結一心。歐洲國家也理解，若無群聚群力，在

面對危機時是無法獨善其身的。當然能力是一項

重要的指標，但政治意志的貫徹更能使其脫離目

前的困境。

有人認為歐洲無論在文化、藝術、科

技、價值觀或生活形態等各方面將領導

人類走向未來，您是否同意？

歐洲是現代工業的發源地，當霸權被美國取

代、製造業被東亞打敗時，歐洲卻發現了新的立

基點。13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文化、科學空前

繁榮，為近代文學藝術、自然科學和哲學思想的

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歐洲對世界的貢獻，也是

歐洲文化的價值。因此歐洲在文化、藝術、價值

觀及生活形態上確實有著厚實的基礎，也使其更

具領導的潛力。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未來的世界將是一

個多元化的世界，歐洲的文化當然仍是一項很重

要的影響力，但是在一個文化交替、互相滲透的

新時代中，全世界各國間可能逐漸偏向於彼此互

相影響，而不是由誰領導獨領風騷。

請問歐盟的成立與發展對我國有何

啟示？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和解。和解是和平的基

礎；沒有和解就沒有長久的和平；和解是從傾聽

與包容開始。

歐洲整個統合的過程對我來說有一個很大的

啟示，那就是他們是在相互包容、相互傾聽的情

況下，互相化解彼此之間的仇恨。

此外，歐盟統合過程對小國而言，最大的利

益莫過於增加國際政治發言權，例如：歐盟核心

成員荷蘭、比利時等。然而歐盟統合經驗也告訴

我們，這種跨國、跨民族的政治經濟融合必然遭

受極端民族主義者之反對。因此，歐盟統合在內

部存有反對及爭議卻依然能夠持續統合的理由，

在於這是一個對外面臨全球化必要的集體合作，

對內則是為了確保和平及繁榮。從歐盟經驗中，

或許兩岸之間也必須思考：進一步統合的目的及

未來是什麼？並在互相包容、傾聽的情狀之下，

尋求對彼此最適當的做法！

（本文訪問人：藍健民、卓鳴鳳，摘記：鄭光伶）

（本文訪問時間為民國100年3月30日。）


